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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艳

摘 要   以“新航路的开辟”一课教学片断为例，以历史地图为主要载体，通过

典型材料，细化教学过程。在教师循序渐进的示范和引导过程中，学生体悟历史地图

的证史路径，感受历史地图折射的时代精神，掌握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  新航路  历史地图  地理观念  史学思想方法

读图重法
——以“新航路的开辟”教学为例

历史地图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资源，对培养学生的历史空间意识，把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置于特定历史环境及条件下进行考察，形成

历史思维习惯、品质，领悟其所反映的时代观念和证史方法，具有独到的价值。

因“新航路的开辟”一课内容特殊，教师教学必须使用历史地图。只是

绝大部分教师会选择现代世界地图，这既不利于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也相

应地失去了运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图，培养学生史学意识、掌握史学思想

方法的好时机。

笔者在备课过程中通过文献阅读，找到了一组新航路开辟前后欧洲人绘

制的“世界地图”。虽然这组地图在今天看来错误不少，但却真实地反映出

地理大发现前后欧洲人的地理观、世界观。借助航海家探险和这些“世界地图”

不断变化发展、演进之间的联动，可以生动地体现出人们认识世界的历史过程，

折射出不同时代人们地理观念的变化、发展，乃至进步。这组地图不仅表层

信息丰富，而且蕴含着许多可挖掘的证史信息，可以引导学生学会关于地图

证史的史学思想方法。

当然，学生通过历史地图习得史学思想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历一

个由教师示范，学生理解、模仿、迁移的过程。其间，教师创设历史情境，设计有

效问题，耐心细致地引导，才能让学生感受并真正习得历史地图的证史方法。

一、案例描述

教师出示“托勒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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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请观察这张地图，它实际上只包含了我

们今日所知的哪几块大陆？

学生观察回答。若出现困难，可由教师进行

示范、指导。如先点明其中的一个洲，再引导学

生进行空间推演等，务求在此环节明确“托勒密

地图”所体现的空间概念，为下面学习打好基础。

师：由于地理知识的局限，当年欧洲与东方

联系的主要通道就是走陆路。但是就在哥伦布出

生的第二年，君士坦丁堡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

据了。陆路不通，进而……

生 1：开辟海路。

师：具体路线是什么 ? 葡萄牙人早年对非洲

沿岸的探索有何目的？

生 2：绕过非洲，向东航行到达东方。

在上一环节读图基础上，学生置身特定历史

环境下，展开简单的空间想象与推演。

师：当哥伦布在葡萄牙大量阅读地理学著作

时，冒出了另外一个大胆的想法。

教师出示材料并提问。

材料：印度（泛指亚洲）临近西班牙。

从西方到印度（泛指亚洲）的末端，少许几

天即可航行通过。

——李隆庆《哥伦布全传》

师：为什么哥伦布说亚洲与欧洲临近？他准

备怎样到达东方？这段航行距离如何？

生 3：因为哥伦布的地理认知存在缺陷，所

以认为亚洲与欧洲临近。不过他认同地圆说，相

信向西航行可很快到达东方，而且航程不会太远。

师：其实哥伦布估计的亚洲和欧洲的距离只

是实际情况的四分之一。他不知道向西航行，欧

洲和亚洲之间还夹着一片美洲大陆。这个地理常

识，当年却是无人知晓的秘密。哥伦布在时代的

局限下做出了错误判断，以致终其一生都误认为

自己到达了东方。

教师演示课件，“托勒密地图”渐变成简单

直观的轮廓图，学生观察。

师：1492 年 8 月 3 日，哥伦布受西班牙王室

派遣，从西班牙扬帆出海，直向正西驶去。这一

次冒险，无地图可以依据，无陆地可以依靠，眼

前所见，只有永远没有尽头的海水。在海上漂流

了两个多月，在 1492 年 10 月 12 日拂晓，水手

们即将绝望之际，终于出现了一片陆地。哥伦布

激动万分，他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东方”。

教师以本课核心历史人物哥伦布事迹为例，

运用新航路开辟前流行于欧洲的不完整世界地

图，准确示范航线特征描述的方法，为学生构建

真实的历史情境，进而凸显哥伦布“在未知中起

航”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和巨大勇气。同时有利

于学生对“寻求财富”这一哥伦布探险的根本目

的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师：在 1493 年到 1502 年间，哥伦布又三次

横渡大西洋，却始终没有到达“黄金遍地”的东方。

今天我们知道，他实际到达的是哪里？

生（齐声）：美洲。

教师出示 1507 年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师：后来，欧洲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1507 年向西方位的地图上，欧、亚大陆之间出现

了一块崭新的陆地。

师生互动得出地理轮廓示意图的变化结果，

再用当时的世界地图加以印证。

师：与哥伦布同一时期，在相同历史条件推

动下先后踏上远洋航程的还有三位航海家。他们

航行的路线又是怎样？请大家来交流一下预习的

成果。

教师随学生回答，演示课件。

生 4：1487 年，迪亚士在葡萄牙政府支持下，

沿非洲大陆西海岸向南航行，发现好望角。

师：在迪亚士航行之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是否有所进步？如果表现在地图绘制成果上，你

认为世界哪一部分可以被补充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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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4：南部非洲大陆及其最南端的好望角。

学生模仿，用较规范的语言描述航海家路线，

通过空间想象，推测地理轮廓示意图发生的变化。

教师课件呈现学生的地理空间推演结果，出示

1488 年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师：事实确如同学所言，在迪亚士回航后第

二年，也就是 1488 年，制图师就将迪亚士的航

行成果添加在地图上，绘制出了好望角。

以地图印证学生的推测，形象展现地理观念

变化与航海实践的联动，感受航海家的个人航海

行为对社会观念进步的推动作用。

生 5：1498 年，达·伽马在葡萄牙支持下，

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向东航行进入印度洋，抵

达印度。

师：达·伽马到达印度，开辟了前往东方的

直接商路。那么，在他的探险基础上，世界地图

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生 5：这次航行加深了人们对非洲和印度的

了解，所以地图上对非洲和印度的描绘会更准确

一些。

教师呈现 1483 年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师：1512 年的地图上，非洲和印度确实如我

们推测的那样，有了较为准确的描绘。但如果我

们观察一下中国等地方，它们的轮廓还是极为不

准确的，这说明什么？

生 6：当时欧洲对中国依然不了解。

在模仿比较顺利的基础上，学生适当迁移，

领悟历史地图所反映的时代观念，进而初步认识

历史地图的证史价值。

生 7：1519—1522 年，麦哲伦在西班牙政府

支持下，船队向西航行，经大西洋、太平洋再到

印度洋，最终返回欧洲，完成环球航行。

师：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向人们证明了什么？

生（齐声）：地球是圆的。

教师呈现 1544 年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师：在 1544 年的地图上，航海家的航线和

地球的形状都被制图师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世界地图日益完整，人们的地理认知也日益

清晰。以哥伦布为代表的航海家功不可没。新航

路开辟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这几位航海

家的个人冒险，而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在哥

伦布等之后的 200 年间，又有一大批探险家前赴

后继，在未知的远方，带回一个个地理上的发现。

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到 17 世纪，世界地图终

于呈现出了较为完整、准确的面貌。

教师出示 1690 年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师：因此，逐渐完整的不仅仅是这张地图，

更是地图背后人们的什么？

生（齐声）：地理观念。

师：正是在航海家们前赴后继不断探索的征

途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拓展，因此，

从地理认识层面出发，由新航路开启的这一时代

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

二、案例分析

案例所用六张历史地图，是在大量历史地图

中精选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航海家的探

险行为相呼应，能有效体现出个人与时代的联动

关系，具有证史价值。

从学生学习能力来看，虽然有了典型的历史

地图，但要学生直接在这些地图上进行证史还是

困难的。为此，教师自制了一个与学生实际学习

能力相符的地理轮廓示意图，以体现材料的典型

效果，让学生更加直观、清晰地了解历史地理，

降低了学生认知和证史的难度。在轮廓日渐完整

的地理示意图与古代世界地图互相印证的过程

中，学生能够基于史实而证实，有助于他们体会

“发现世界”的惊喜。

案例中，教师细化了教学方法。第一张“托



2
0
1
6

年
度
上
海
市
中
小
学
中
青
年
教
师
教
学
评
选
活
动
专
稿

Feature 65

勒密地图”是历史情境创设法，初步建构以地图

为重心的空间概念，并引导学生进行地理想象。

然后教师用示范的方法，通过地理轮廓图与 1507

年地图比较，引导学生理解从航海史实成果到地

图绘制应用之间的关系。在学生明确航海路线、

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再先后出示三张历史地

图，以史料和问题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学生进行证

史，形象展现航海实践和地理观念变化的联动，

感受航海家的个人航海行为对社会观念进步的推

动作用。最后一张地图呈现时，师生互动得出“逐

渐完整的地图背后是人们地理认识的进步”，点

出了历史地图在“地理观念和认识”上的证史价

值，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证史方法实践迁移的作用。

事实上，方法迁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教师要有目标整体意识。一节课在一个环节上的

方法目标不能多，要突出目标重点方面，以点带

面。教师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实际，做了取舍，

强化了史学思想方法的循序渐进，最后实现了方

法迁移，学生得到了实际收获。

刘	 艳	 上海市博文学校	 201712

学生针对实验结果，思考误差的产生原因，并与

同学讨论采取什么方法能尽量减小实验误差，体

会在定量测定中，正确操作、准确读数和记录的

意义。在此过程中，学生感受到定量实验的“准

确性”，理性思维品质得到提升。

（四） 课堂总结，突出核心内容

滴定法定量测定实验的一般设计思路为：明

确测定物质的性质→根据已有知识，结合查阅的

资料，确定有关反应所需测定的物理量以及计算

方法→选择标准液和指示剂→预计实验操作可能

产生的问题，设想采取的措施→讨论实验结果，

进行误差分析。

（五） 作业布置，突出探究思想

笔者设计了两个不同性质、不同要求的作业：

①完成本实验的实验报告，并做出符合实际情况

的误差分析；②查阅资料，结合所学知识，设计

实验测定空气（内含 N2、O2、CO2、SO2）中二

氧化硫的体积分数。

作业充分挖掘教材资源，来源于教材，又高于

教材。通过资料查阅，拓展学生视野，进一步提高

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加强探究方法的实践应用。

四、教学反思

本课设计源于教材，又是对教材内容的拓展

应用。这节课密切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让

学生基于熟悉的化学性质思考实验原理，在已有

的实验操作基础上设计实验步骤，获得实验结果，

并做出合理的误差分析。本节课利用 3 个定性实

验逐步展开，到氧化还原滴定达到高潮，归纳出

滴定法实验设计的一般思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养和思维能力。

本课设计紧扣实验中碘元素含量测定这一主

线，层层递进，为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和问题解

决能力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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